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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位开行(司、所、社)元老，

在世同行的一封公开信

各位同志：

为了如实地反映柳城县金融业在支持本县工农商业等方面所起

的作用和地位以及金融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兴衰起落的史实，以为

振兴金融业提供佐证。在本县县志办的具体指导下，我县四行一

司、社通力合作，抽出人力、物力和财力，指定专人编写了本县自民

国建元以来第一部《金融志》，现经三易其纲、三改其稿，铸成此

稿，全文约十三万字。由于历史的原因，各种资料残缺不全，更因

编撰人员水平有限，难免有错漏，甚至谬误，万望各位开行元老、

在世同行在接到此稿2 o天内，将谬误之处一一指正为感。

此致

敬礼

柳城县《金融志》编审领导小组

一九八八年零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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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业-9国家兴衰，-9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均息息相关，故金融业

之状况，为一般人所愿知。、．然金融业之发展既迟于农工商业，向为

方志所未载。当今盛世，修志之责落于我辈之肩土，实无旁贷。

19爷簿初；：，县人民银行在县人民政府、县志办的大力支持下，组成了《柳城县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准备着手本县《金融志》的编

j纂互作。但蓟早1蚕主鍪蹦7鍪26墓鋈谎羹一蓁

蓁堙薹鲁壶i苇羹羹鋈翼渣掣囊举i羹羹雾顽辩|||蓍鍪冀猢阱鹱霎|；

磋薹羹雾薹群羹设羹；瞧1990薹蒌冀28主薹薹翥篓些薹羹鞋四霉；

薹薹骂蓁蓁窿蓁鋈我雾；

；占二 蒲羹妻褪蓁薹蓁雾璎蓁雾羹羹稀箍薹j毖冀蓁粥羹薹蓁箕箱薹；

薹薹蓁羹蓁囊羹死雾雷i薹蕴蓁琵耋冀蓁蓁咩盆蓁蓁蓁雾季蕊葡吲

l鬻蓁蓊萎雾。薹倒蓁薹矽薹薹羹羹挈蓁。雾喜蛋雾!鞣淹没、冲毁

7000亩；果蔗被淹没1560亩；红薯被淹没、冲毁1200

亩；鱼塘被冲毁和淹没 1151处，共240亩，损失鱼产量48．2万斤；淹死猪35

头，牛7头；因水灾伤 4人，死2人；淹没民房2827间，其中倒塌lOl8间，

造成危房1254间；冲垮山塘水库、淹没损坏电灌、设备、变压器等造成经济

损失86．4万元；机关、学校、商店、厂房和其他经济损失105．7万元。这次

洪灾称为“8·3l” 洪灾，总共给全县造成经济损失2524．64万元。

1994年6月13日至 17日，融江上游地区及柳城县境内连降大暴雨，造成

山洪暴发，河水骤涨， 境内64座大小水库全部排洪。至6月17日6时，大埔

镇融江河水位上涨到96．67米，全县除209国道线上的太平、沙埔2个镇外，

其余12个乡镇的公路均被洪水淹没或冲毁，交通及通讯全部中断。全县118

个行政村45336户， 有204323人受灾，被洪水淹没房屋12100间，造成房屋倒

塌3992间，危房4382间，直接经济损失1635．8万元；农作物被水淹26．53万

亩，其中早稻97318 万亩，造成粮食作物直接经济损失5092．72万元，经济作



凡 例

一、本志记事年限，上起19“年民国建元之时，下至1987年。

为明其原委，有的简溯其始创。

二、鉴于《金融》含义广泛，本志以记述货币及专业金融机构

之活动为主。

三、本志所称“人行”，指中国人民银行柳城县支行；“农行”，

指中国农业银行柳城县支行；“建行”，指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柳城县

支行；“工行”，指中国工商银行柳城县支行；“信用社”，指柳城县

信用合作社。

四、本志使用的货币名称及金额。解放前均按当时通用货币编

列。解放后通用的人民币，1955年2月底前为1日人民币，同年3月

1日起为新人民币。新、旧币的比例是l： l万元。

五、因解放前粮价变动频繁，民国末期多系数日一变，甚至一

日数变，故所注未值多系代表“期末”，而不能确切地代表一年或

一个时期。
。

六、本志所称“解放前”，指19 1 1年至l 949年l o月1日， “建

国后”，指1 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七、人物记名。以事系人，同时为便于今后查考，只记正副行

长(经理)，党组(支部)成员，第一任正副主任，股长一获技术

职称者以及全国先进工作者和省级先进工作者。历史人物：‘以“生

不入传”为界。

八、历史纪年。在民国以前概用原纪年，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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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国民政府币信扫地，威信扫地，从而加速了败亡。

1 949年11月24日，柳城县获得解放，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

币开始在本县流通。但是，因当时银毫黑市猖獗及地方治安影响，

币信较逊。随着剿匪工作顺利开展，人民币初步流入乡村，但市场

上除以银毫为主要通货外，尚有物资交换。人民币仅作为银毫辅币

使用(就大埔区而言，银毫占流通数5 o％；人民币占30％；物物交

换占29％)，由于1950年10月匪特四处造谣惑众，扰乱市场，11月

县人行为顾及行政工作较多，未采取严励措施禁银，，银毫在市场

上更肆猖獗，且藐视银行无力管制。如我行干部梁坚同志到市场上

调查物价，竟为不良之商人拉住说：。“同志，为什么现时使用东毫

光洋不抓去兑换或没收?”再就是当时由于革命战争快速推进，支

前、接管、救济和整顿恢复等支出均属急不可缓，财政收支相差悬

殊，致使人民币也有一定程度的膨胀。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制止通货

膨胀的问题，在1950年春实行“三平政策”，统一全国财政，贸易

和金融工作，实现财政收支、物资调拨和现金出纳三个平衡

����x





本县于1980年-。1月疆日正式恢复中国农业银行柳城县支行。经过三

起三落之后，至1987年共有机构十七个(包括县支行)。中国人民

建设银柳城县办事处于1977年7月成立。1984年5月由办事处升格

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柳城县支行，无分支机构。中国工商银行柳城

县支行于1 986年4月成立(工行总行虽于1 98 4年1月1日成立，但

本县人、工行仍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直至1986年4月才彻底分

设)。从人行划入两个办事处、三个储蓄所，连同支行共六个机

构。信用合作社于1 952年底成立。全县最早成立信用合作社的是龙

头乡田厂小乡信用社，田厂乡是全县全面建社的试点，1952年1 2月29

日搞完试点后即宣布开业。第一任主任兼会计是该乡干部刘世振。

之后，信用社的机构设置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而变更，至1 987年，

本县共有信用社十三个。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柳城县支公司的前身即

柳城县保险办事处于1951年10月10日成立。1957年划归县财政局

保险股。1982年10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柳城县支公司，并

于同年11月1日开业。1 986年1 2月27日，本县邮电局在作了充分准

备后，成立柳城县邮政储蓄所，并同时开业。

’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解放前的因史料丢失严重，无法考证。

解放初期的1950年，全县仅有人民银行柳城县支行一个机构(设在

原县工商联处)，人员仅l o人。1 952年，信用合作社也仅有田厂、

岭头两个机构，人员共4人。至1987年，全县共有金融机构四十二

个，其中人行、建行、保险公司各一个，农行十七个，工行六个，

信用合作社十四个(含县联社)，建行储蓄所、邮政储蓄所各一

个。

综述本县七十五年的金融状况：以李耀南为主体的民营钱当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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